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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风全集》的出版，可以看作是王炳根
对闽派文艺的悉心守护，对推进地方文化发
展和繁荣所作出的积极努力。全集收入郭风
生前发表的各种类型作品，编为 12 册，其中
诗歌、散文、散文诗 5 册，童话、故事 2 册，文
论、随笔 4 册，书信、日记 1 册。这是王炳根对
郭风文学创作和心灵文字的发掘与整理，全
面系统地展示了郭风的创作历程，丰富了年
谱的内容，加强了年谱的准确性。

立足闽地作家研究的出版项目

郭风于 20 世纪 30 年代末期就开始发表
作品，创作生涯长达 60 多年，其散文、散文
诗、童话影响广泛。1941 年，散文诗《桥》发
表，首次署名“郭风”。1945 年童话诗集《木偶
戏》出版，新颖的内容和风格引起文坛极大
关注。黎烈文称赞“给中国新诗开拓了一个
新境界”。1959 年散文诗集《叶笛集》出版后，
郭风迎来了“叶笛诗人”的美誉。

《叶笛集》不但书写了故乡闽南地区的
传统习俗和生活习惯，还抒发了故乡人民对
美好幸福新生活的礼赞。作品将朴素的民间
情绪和热烈的爱国情怀相统一，再度显示了
郭风对于自然的礼赞、对于党和人民的敬意
以及对于散文精神的大胆追求。

20 世纪 80 年代，郭风创作成果颇丰，出
版了多部散文集和散文诗集，代表作有《避
雨的豹》《你是普通的花》《鲜花的早晨》《唱
吧，山溪》《给爱花的人》等。这一时期，郭风
完成了一次深刻的文化突围。他以审美的理
念和文化的目光观察自然风物，体悟人生与
社会的关系，触及现实人生的矛盾和困境，
展现个人的文化意识和文化评价，由此构成
了他对散文文化精神的一次有力掀动。

20 世纪 90 年代，童话集《孙悟空在我们
村里》《木偶人水手》以及《中国古代散文诗
译注》等作品出版。郭风获国务院授予的首

批“为我国文化事业做出突出贡献专家”称
号。耄耋之年的郭风还在《光明日报》《解放
军日报》《福建晚报》《泉州晚报》开设专栏并
发表文章。他用自己的思想、经验和智慧推
进散文写作的发展，并大力帮助后辈作家们
开拓散文写作空间。他的《关于儿童散文诗》

《谈小品文》《关于散文选本》等文章再度让
人意识到，郭风散文的思维方向和话语形式
始终遵循中国散文传统，并且竭力去企及某
种新的精神高度。

《郭风全集》不仅是文化遗产，还是宝贵
的研究资料。首先，挖掘史料价值，进一步推
动地方作家年谱的整理和保护。这有助于提
升当代文学地方性史料的整理与建设水平，
为地方文学史的研究提供大量可信的资料。
其次，凸显学术价值，为进一步探索中国散
文发展和作家创作风格提供重要的研究基
础，尤其是郭风的文论有力地推动了对中国
散文美学表达的研究。再次，释放时代价值，
进一步推动基层文学创作，繁荣地方文化发
展。对于真的认识、对于善的追求、对于美的
歌颂，是构成郭风作品的基本价值所在。这
不仅是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更是
培育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推动文化建设发
展和繁荣的丰厚矿藏。

在补充和辨析中提升选编水平

王炳根在任冰心文学馆馆长时，曾提出
要将冰心文学馆扩展为海峡作家文学馆，首
批建立了包括蔡其矫、郭风在内的两岸 10个
作家的文库。郭风先生曾与他有约，百年之
后，遗物均由冰心文学馆作家文库收藏、陈
列。后来，郭风先生离世，王炳根整理和接收
经过其家人允许的大量遗物，包括他的藏
书、报刊、著作版本等，尤其是大量的始发报
刊剪贴件、复印件。当时并未考虑全集之需，
但这些资料却成全了今天的《郭风全集》。

郭风创作时间跨度太大，从 20 世纪 30
年代至 21世纪初，他发表在大小报刊的文章
遍布世界各地，且多为短小的千字文，有时
一篇作品在小的报刊发表后，在另一家大的
报刊上又出现了，有的作品修改后会在不同
地区的报刊发表。对这些资料的分类和整
理，既给全集工作增加了“家底”，也带来了
不小的难度。在选编过程中，王炳根原计划
编选 8 大册，没想到最后竟然编出 12 册，竟
然超过了同样以短文见长的《冰心全集》（10
册），这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想。

经王炳根统计，郭风出版的作品集与选
集可达 50 多种，如果以集为基础进行整理，
可能会简便一些。但问题是不同时期、不同
出版社出版的郭风作品集，其中选编的作品
交叉与重复的现象十分普遍。此外，郭风晚
年的文论、随笔多超出散文、散文诗的数量，
绝大部分并未入集，散见于各类大小报刊之
中。这个看似简洁高效的办法，却也可能造
成选编的混乱和遗漏。

通过对中国现当代重要作家全集资料的
考察和研究，王炳根现在采取的办法是按体
裁分类：散文、散文诗，包括少量的诗歌为一
类；童话、故事，也就是儿童文学为一类；文论、
随笔为一类，再就是书信与日记等。这其中又
以发表、出版的时间先后为顺序，逐一编选。

此外，每册都配有彩色插页，用照片呈
现郭风真实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风貌。可以
说，按照体裁分类的《郭风全集》强调了创作
的文体意识，释放其蕴藏的时代价值和人文
精神，展呈作品的理论品格和历史贡献，推
进了中国现当代作家文库建设。

培植文脉，涵养一地文风

很多人都知道郭风是散文大家，善于写
自然、故乡和童趣。然而，只要我们展开讨
论，对其进行追思，什么是郭风的“故园”情

结？郭风为什么会树立为孩子写作的理想？
为什么《叶笛集》会给郭风带来多方面的影
响？郭风的文体意识与散文之道的关系是什
么？经此一问，我们就陷入了不知所以和不
确定的朦胧感中。可见，我们并不是很了解
郭风和他的创作。因此，《郭风全集》不仅可
以带领我们走近郭风，还能让我们倾听式地
回到散文、散文诗和童话之中。

实际上，所有的资料价值都在呈现作家
郭风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为什么他会终其
一生地热爱自然题材，“郭风体”散文和散文
诗表达了一种怎样的自由观，他的书信和日
记究竟记录了什么。如果说郭风的贡献在于
弘扬中国散文的本体精神，给当代散文写作
提供重要的启示和参照，那么王炳根的贡献
则把其中的意象密度和思想密度集中呈现，
借助尽可能多的资料展呈郭风整个人生。

20 世纪 90 年代，王炳根受郭风之托就
曾写有《郭风评传》。他特别考察了郭风童年
经历与他性格气质形成的关系，尤其分析了
莆田文化，包括人情风俗、人文环境等对郭
风创作的影响。为了能更好地写作评传，80
岁的郭风陪同 40 多岁的王炳根走访莆田的
古宅、古巷、山地、平原，对他就读的学校和
一些生活过的地方进行访问。在这期间，王
炳根不断敲开莆田方言的外壳，与传主郭风
越走越近。在传记写作中，作者与传主一同
寻找与家乡根脉相通的时刻、语言、记忆和
感受，这是很少见的，也是很独特而珍贵的。

可以说，《郭风全集》在《郭风评传》的基础
上进行了充分的思索和透彻的思考，更进一步
实现了郭风的夙愿，更深层次地引发了郭风研
究的契机。全集的出版是对郭风先生的深切纪
念，更是对培植文脉、涵养一地文风作出的最
基础、最本源、最质朴的付出和努力。这是增强
地方文化影响力、传承地方文脉的重要工程，
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思想高度。

（作者为福建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永远的叶笛诗人
——《郭风全集》的出版意义

□郑斯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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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 年初，邱菽园与一群爱好风雅的流
寓文人在新加坡成立诗社，名为星洲檀社，
社址位于丹戎巴葛潜林，每两周聚会一次。
1926 年出版的《檀榭诗集》，即记录了该诗社
三年间唱和雅集的具体情形。新加坡学者姚
梦桐曾撰文论及檀社的组成、活动以及《檀
榭诗集》的出版意义，本文则在此基础上重
点阐述檀社雅集在拓展本地文化空间中发
挥的重要作用。

首先，檀社是新加坡完全由流寓文人组
成的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社团。此前由
晚清驻新加坡领事官创办的会贤社、会吟
社、图南社等，皆采用中国传统书院的月课
制度，或以诗联为题，或以应制诗为题，文学
教化的功能远远大于文学鉴赏的目的。

另据孙斐谷推断，与檀社成立时间相仿
或稍早时，本地有成立萍社，意在让那些流
寓星洲的萍水相逢之文人联吟唱和，联络情
感。“颜涤元先生游踪偶次星洲，客务稍暇，
与余同事蔡梦香、胡超球、陈雪汀、陈愚仙诸
子组织萍社。雨夕花天，辄相唱和。”（《题萍
社唱和图并序》）很显然，萍社成立的倡导者
是过境文人颜涤元，维持的时间也很短。类
似的由过境文人主导的社团还有 1918 年蟫
窟主人创立的同福诗社，1919 年高梦云、李
冠南等人创立的天南诗社等，皆因社员归国
星散而停止活动。

而由邱菽园创立的檀社，第一次真正成
为新加坡流寓文人为艺术而创作、以诗交友
的平台，且在成立后的三年时间，诗社活动
频繁稳定，每月一个主题，共举办了 36集；社
员参与积极，43 位诗友共投递诗作 1700 余

首，经邱菽园衡鉴后挑选 300余首结集出版，
即《檀榭诗集》。附带说明一下，《檀榭诗集》
也是新加坡第一部正式刊刻出版的诗歌选
集。选择 300 首诗作，颇有“孔子删诗”以编

《诗经》的意味。
李庆年在其《马来亚华人旧体诗演进

史》一书中提到：“这个诗社的特点是社员都
是已经落地生根的人，他们对中国的政治动
态不大关心，而附庸风雅成为基本要求。”因
此，该诗社的吟唱主题偏于“自由消遣”而非

“角技当场”的消闲内容。
其次，檀社雅集会聚了新加坡多个行业

的精英分子。檀社同仁主要来自福建、潮州，
也有江苏、四川等地，行业包括报人、教师、
医生、商人、出家人以及以卖字画为生者，各
色人等不一而足。

略举数例，以管窥豹。张叔耐，南社社
员，民国初年，加入同盟会，受孙中山委托在
新加坡创办华文报纸《新国民日报》，任总编
辑。李铁民，福建永春县人。1920 年至 1926
年，在新加坡华校任教。1928 年，出任《叻报》
总编辑。1932 年任《南洋商报》督印人，主管
编辑部。陈紫杖，原名陈颀，因生活困苦而南
渡星洲，弃儒行医，工于吟咏和书法。有《紫
杖诗稿》存世。其子陈延谦为新加坡著名商
人，长婿孙世南为本地著名书法家。颜怡园，
新加坡同济医院名医，1924 年邱菽园五十大
寿，曾画《寿梅图》相赠。华侨中医黎伯概于
1900 年参加新加坡同济医院会考名列前茅，
受聘为该院首席医师。他在新加坡从医 40
年，著有《中国医学原理》《医海文澜》等著
作。许云樵曾将其诗文作品编校出版，名为

《名医黎伯概先生诗文集》。
不同领域的人士因为共同的文学爱好

而在一起文酒雅会，切磋诗艺，这的确是一
件奇妙的事情。这种文学场域一方面不同于
中国传统文人的职业写作或士大夫的应用
写作，因为新加坡汉诗的写作是业余性质
的，不必考虑谋生、晋升和工作需要等实用
目的。另一方面，若用现在跨学科的理念来
解读，新加坡汉诗作家的本职工作也会拓展
自身诗歌创作的题材范围和思维模式。而群
体的交流和唱酬自然也会拓展诗人们的眼
界和本地的文化空间。

再次，檀社诗歌创作和诗集编选具有一
定的本土化倾向。尽管李庆年对于檀社雅集
中不关现实、只谈消闲的雅集主题颇有微
词，但诗人们在看似消遣风月的题目之下，
仍能寻找一个合适的角度去抒发自己的真
性情，同时在诗作中流露出本土化的倾向。

比如，诗人们在很多诗题如《春怀》《饯
春》《秋感》《观海》《消夏》《海鹤》《听雨》等中
都表达了“东风吹客到天南，颠倒征尘醉欲
酣”的漂泊愁苦之情，然而这些诗歌也植入
了很多星洲的景物、气候、物产和风俗人情，
如“十亩椰林水一方”“火伞撑空正午天”等。

《檀榭诗集》上卷的《欢乐园杂咏》系列
诗作还描摹了丹戎巴加露天游戏场的各种
表演项目，如投掷游戏、大力士角技等。尤其
在《星洲杂咏》一题中，不同的诗人对于星洲
皆有发表不同的看法。黎伯概的“笙歌灯火
楼台夜，车马烦嚣市肆边。一岛独当欧亚道，
重洋犹获太平年”，描述的是新加坡的繁华
景象和重要的地理位置，庆幸自己远渡重洋

还能获得太平的生活。
出家人释瑞于也对星洲的繁华景象有

所描绘：“宝炬千竿堤不夜，渔家杂处水为
田。肩摩毂击繁华地，服贾牵车古市廛。”并
且发出了“海外藩篱别有天”的感慨。

李铁民则在肯定新加坡“声名端合冠南
洋”的同时，担忧华族子弟学习西文后丢弃了
中华传统文化：“果然鹦鹉巧于言，竟把佉卢
教子孙。为语汉秦都不识，分明渔父入桃源。”

由此看来，这些诗人在这个小岛上安家
落户，虽然不时产生怀乡念亲的想法，但是
对于新加坡的发展、华族子弟的文化传承都
十分关注。对于本土风物，他们是亲历者、参
与者，不再是像过境文人那样的旁观者。

另外，邱菽园在《檀榭诗集序》中明确提
出“画疆分治”的编选理念：“星洲为交通孔
道，过江名士人才济济，其弗能尽诸骚雅才人
于一堂之上，而加以捧袂推诚固也。吾侪殆类
于画疆分治者，苟非名实相循，虽沾沾自喜，
何益？杜陵诗云：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
是汝师。为当自固藩篱，庶免后人笑拙。”

这段话的前半部分显然是反语，说明当
时过访星洲的文人中水平参差不齐。后半部
分则强调本土诗作的选择应由寓居文人自
行裁定，唯有如此才名实相符。邱菽园此处
所言之“画疆分治”与“自固藩篱”，充分彰显
出寓居文人的主体性，以及改变之前过度依
赖或完全移植中国文学的意图。这种理念是
新加坡文学在本土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宣
示，其意义不亚于邱菽园在创作实践中的本
土化尝试。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邱菽园与新加坡早期文化空间的拓展
□王 兵

福州市鼓楼区鳌峰坊东端南侧 3号是一
座“诗书满园”的明代古厝，也是新中国科普
工作开拓者、红色科普活动家高士其的故居。

高士其原名高仕錤，1905 年出生，他的
父亲高赞鼎是誉满八闽的爱国诗人和外交
活动家，母亲何咏阁是出身书香世家的才
女。高士其在父亲专门为他修建的两层西式
小楼中度过少年求学时代，于 1918年以福建
全省第二的成绩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并
在“五四”洗礼中萌生了“科学救国”的理想。

1925 年赴美留学后，高士其深感于祖国
疫病蔓延的惨痛现状，便决定改读细菌学专
业。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医学博士学位期间，他
不慎感染脑炎过滤性病毒，留下了终生难愈
的后遗症，再也离不开轮椅和手推车的支持，
并在每周病发一次的折磨中完成了学业。
1930年，高士其途经欧洲、美洲、东南亚的 17
个国家，考察世界公共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状况，为今后的科普医疗工作打下基础。
1931 年归国后，高士其供职于南京中央

医院，却很快发现医院视钱权高于救死扶
伤，毅然请辞。他先后结识李公朴、艾思奇、
陶行知等引路人兼好友，在他们的启发和支
持下认识到治身体之“病”与除社会之“疾”
的共通性，走上了科学与文学相结合的科普
救国之路。

从参与“儿童科学丛书”的编纂，到拿起
“科学小品”这一战斗武器，发表《细菌的衣
食住行》，再到出版《抗战与防疫》等四部科
学小品集，从应报刊之约翻译医学著作，到
连 载 科 普 童 话《菌 儿 自 传》……1935 年 到
1937 年间的高士其致力于以科普创作除民
昧、启民智，坚定推进着文化抗战事业，也逐
渐形成了独特的科学文艺创作风格。

《菌儿自传》中，他以“菌儿”为第一人
称，讲述了“我”的来龙去脉，用最微小生物

在人体各部位的探险经历串联起宇宙发展
和人类文明的篇章，在探求科学奥妙的同时
抨击了一切阻碍国家民主自由的现象，立意
高远却下笔活泼。

与科普创作事业一样闪耀的，是高士其
的爱国热忱和革命理想。1937 年，他几经艰
辛一路北上，成为最早奔赴延安的留美归国
科学家，也是奋斗在文化抗战中唯一的科普
作家。毛泽东、周恩来、陈云等中共领导人视
他为“中国的红色科学家”，给予他充分关
怀。1939 年，高士其在邹文宣介绍下正式入
党，科普和革命的事业愈发密不可分。

高士其把科学与诗歌融合为爱国作品，
成为“科学诗”的创始者。他的长诗《天的进
行曲》从肉眼可及的云鸟星夜，延伸到人类
对天空认知的发展，由盘古开天的神话、“天
行健”的传统文化写到科学精神和现代真
理，最后落脚到“人民的天”，用满溢真情的

诗语诉说着万物“变”与“不变”、相异与统
一、分离和关联的辩证，也指向他创作科学
诗的最高目标：“要激发少年读者们爱祖国、
爱人民、爱劳动的感情，培养他们树立起唯
物主义世界观。”

晚年的高士其以口述的方式继续产出
一篇篇科普作品，更在 1977年彻底失去说话
能力后重新执笔，用颤抖了几十年的右手一
笔一画继续着墨，留下了 500 多万字的四卷
本《高士其全集》。

1988 年 12 月 19 日，高士其在北京与世
长辞。他用奇迹般的一生打破了医生 1928年
说他只能活五年的预言。从“高士其叔叔”到

“高士其爷爷”，这位痴心攀字、矢志拼搏的
家国君子，用倾注爱国热血的口和手编织锦
绣的科学诗人，成为新中国亿万少年儿童求
知路上的前辈和朋友。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

高士其：科学诗人的爱国人生
□张姝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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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北京春季艺术品拍卖会上，出现了一张
康熙皇帝1716年发去欧洲的谕令，内容是寻找他派
去罗马多年而杳无音信的洋钦差。这份谕令呈朱红
色，历史上又称“红票”。因正史中没有记载，红票的来
历一直成谜。康熙为何会派西洋传教士做钦差？派他
们到欧洲去所为何事？本书以红票作为叙事切入点，
围绕清初皇室特别是康熙帝与汤若望、南怀仁为代表
的北京传教士群体之间的互动，抉出了一段中国与西
洋深度接触的往事，在诸如清初历狱、中西礼仪之争、
雍正禁教等热点问题上均有原创性见解，并对流传已
久的“闭关锁国”“朝贡体系”“文明冲突”等历史论调
提出了质疑，是一本学术性与通俗性兼具的佳作。

《康熙的红票》
孙立天 著 商务印书馆

中国壁画主要分两类，一类是墓葬壁画，一类是
宫殿寺观石窟壁画；一在地下，一在地上，各有千秋。
本书针对宫殿寺观石窟壁画展开。“观无量”即观照
广阔无量之世界。作者在图像之海中选择九组壁画，
发掘图像中隐藏的历史讯息，还原壁画背后更宏大
的时空场景，以及在此场景中生息的人的生命故事，
构筑起了一部别开生面的中国史。在这部历史中，发
言诉说的不仅仅是文字，还有那些色彩、线条和凹凸
起伏，那些生动气韵和传神阿堵。

《观无量》
苗子兮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科学中最重要的四个字是，我不知道。不知道意味
着宇宙充满可能性，关于探索和惊奇的可能性。我们的
宇宙是如何开始的，如果它真的有一个开端的话？它有
多大？黑洞的底部有什么？地球上的生命是如何出现的？
我们是孤单的吗？时间旅行是有可能的吗？这些谜题定
义了科学的前沿，未知的边界。探索边界，就需要对科学
已经走了多远有更加深刻的理解。本书探索了宇宙学中
最重要的已知的未知问题，涵盖了时间、空间、物理法
则、生命与意识。这些主题将塑造未来几十年的科学。

《那些人类已知的
未知问题》

劳伦斯·M.克劳斯 著 刘小鸥 译
中信出版社

本书从 17 世纪美国新闻诞生讲起，一直讲到
2021 年，专注讲述假新闻在美国的起源、发展及影
响。作者考证，假新闻伴随着美国新闻业的诞生而产
生并不断发展至今，是美国新闻业无法摆脱的现象，
被斥作“堕落又扭曲的怪物”。从早期为博人眼球而
造假，到为争夺市场而造谣诋毁其他媒体，再到战时
控制公共关系的工具，时至今日，假消息则成为党派
之争、资本之争的武器，使公众的生活中充斥着“有
毒”的虚假消息。

《谎言与真相》
安迪·图赫尔 著 孙成昊 刘婷 译

中译出版社


